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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广州食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睿芯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广东壹健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盛美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金花酒业有限

公司，中科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健康国际（澳门）有限公司，佛山市沃特测试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广州越秀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广州市钱大妈农产

品有限公司，华润怡宝饮料（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矿业大学，南通市中医院 ，深圳市万师医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食品流通协会，广州市黄埔区食品安全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武俊超，陆智，权毓舒，苏杰雄，董华壮，王涛、郑彦丽，陈亿宾，杨维，

周春丽，陈仲尧，林丽娟，李庆洋，刘建锋，冯鹏，周亚杰，王雪英，胡晓坤、苏肯明，吴学，曲红

阳，赵妍，暴同义，许杰，罗杰，张一凡，朱可，朱宏，王圣杰，谢海婷，罗述霖，文钰，叶映朵，

刘丽梅，庞无瑕，冯德悦，李志鹏，何蔚韬，黄永杰，陈清平，樊湘文，梁晓勋，王颖，陈诗霖。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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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供应商质量管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企业供应商质量管理的有关术语和定义、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供应商准入、

供应商日常管理、供应商绩效考核、供应商发展与淘汰等，对供应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确定了管理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工业企业、批发商、零售商等主体的供应商质量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22005 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 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

GB/T 33456 工业企业供应商管理评价准则

T/CAQ 10108 供应商审核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供应商 supplier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外部组织或个人。

3.2

供应商管理 supplier management

为保证物料/产品供应或服务提供，企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而对供应商进行选择、开发、使用和控

制等综合性管理的总称。

3.3

供应商质量管理 supplier quality management

有关供应商持续提供质量稳定的产品和服务能力方面，指挥和控制企业的协调活动。

3.4

供应商分类分级 supplier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按照一定的原则，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将供应商进行有效划分等级的方法。

工业企业供应商质量管理按照PDCA的思路进行，其中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属于策划环节、供

应商准入、供应商日常管理属于执行环节、供应商绩效考核属于监控环节、供应商质量异常处理、供

应商发展与淘汰属于改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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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供应商质量管理PDCA循环

4 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

4.1 供应商分类分级方法

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分类分级，可参考如下分类分级模式：

第一步，根据合作方式/类型对供应商进行分类，包括原材料供应商（可具体细分）、产品加工商

（可具体细分）、检测供应商、物流供应商、服务商（如检测、审核、虫鼠害、安保、清洁等）等；

第二步，原材料：可根据原材料的真伪/优劣鉴别、技术特性指标、风险指标、涉及产品数量、添

加量与作用类型、采购金额等评估原材料的质量风险，得到原材料供应商重要度；

产品：根据产品年销售金额（或新产品预估销售金额）、产品品类、产品工艺风险等评估产品供应

商的重要度；

第三步，根据供应商现场审核得分、体系评价、质量合格率、质量改进/顾客投诉率等，评估供应

商质量技术成熟度；

第四步，以供应商重要度为横坐标，以供应商质量技术成熟度为纵坐标，绘制得供应商分级四象

限；

第五步，根据象限及关注供应商，明确资源核算逻辑，合理配置管理资源，实现差异化管理；

第六步，供应商分类分级的绩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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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供应商分类分级管理

4.2 供应商分类分级的绩效应用

在验收与放行等层面的绩效应用，可参考表 1。

表 1 供应商分类分级质量应用

象限
年度

审核

来料/产品检

测数据收集与

分析

过程控制数据

收集与分析

验收

方式

管理

方式

体系

推行
月度总结会议

C级 √ √ √
扩大批检+年

度型检
驻厂+审核 √ √

B级 √ √ ——
部分批检+年

度型检

不定期驻厂

+审核
—— 邮件

A级 按需 （供应商自己分析）复核 COA 验货/年检
第三方审核

互信
—— 邮件

注：由于 A 级供应商公司采取了更为宽泛的验收与放行措施，需在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中明确责任，当供应商原

材料/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订单与新产品引入等方面的绩效应用：

表 2 供应商分类分级采购应用

C 级 B 级 A 级

减少其订单分配

减少新业务的引入

实施质量发展策略

开发后备供应商替代

缩短合同周期

淘汰

按现有要求实施管理。 增加订单分配；

增加新业务的引入；

颁发奖项；

缩短产品账期；

延长合同周期。

5 供应商准入

5.1 供应商准入原则

企业应将合法合规、产品安全、为消费者提供满意产品或服务纳入供应商选择的基本原则，在供

应商准入的流程中始终将基本原则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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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供应商准入流程

企业应制定供应商准入的流程，供应商准入过程的评估维度可包括：

5.2.1 供应商资料评估

供应商资料评估参考维度：合规性资质、管理体系证书、产品信息问卷、质量承诺书等。

合规性资质：企业应定期对供应商进行索证索票，确保供应商作为合法组织（或个人），符合监管

部门的要求。

以食品企业为例，需要收集的资质、证照如下表：

表 3 供应商资质证照收集表

序号 证照名称 适用范围 备注

1 营业执照 全部供应商 必须提供

2 食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供应商 必须提供

3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食品相关产品供应商 必须提供

4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屠宰类供应商 必须提供

5 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进口原料 必须提供

6 ……

管理体系证书：除合规性的资质外，必要时，企业还可向供应商收集其管理体系证书，如质量管

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评估供应商的体系保证能力。

产品信息问卷：供应商的基本信息（如注册资金、员工人数、主要客户、产能规模等）、产品基本

信息（原辅料、药食同源、新食品原料、过敏原、转基因、电离辐射、生产工艺流程、关键控制点、

产品标准、产品标签等）。

质量承诺书：企业应要求供应商针对其提供的产品出具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其提供的产品符合

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无掺杂掺假、产品安全。

企业背景调查：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对企业的运作情况进行查询，评估企业运作是

否存在风险，如是否有行政处罚记录，是否存在经营异常，是否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等。

5.2.2 供应商样品检测评估（适用时）

当对供应商的样品开展检测之前通常需制定样品的内控标准，内控标准的制定通常参考：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供应商执行标准、企业风险评估结果要求标准等。

内控标准的项目通常包括：感官/外观指标、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食品安全类指标（农残、塑

化剂、毒素、致病菌等）、功效测试项目、ROHS、安规项目、EMC 项目、可靠性测试项目、标签标识要

求项目、说明书要求项目等。

在样品检测开展之前需完成样品标准（或临时标准）的制定。

在确定样品的标准后，可开展对供应商样品的检测，对供应商的样品检测包括如下方式：

a） 供应商 COA 结果对比标准验收；

b） 企业自行检测；

c） 企业送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当样品检测结果不符合要求时，企业应反馈供应商进行原因分析，并重新提供样品进行检测，当

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三次不符合要求时，应重新选择其他供应商。

当样品检测结果符合要求时，企业可进入 5.2.3 步骤，对供应商开展现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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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供应商现场审核

可参照 T/CAQ 10108 供应商审核指南要求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对供应商的现场审核可基于企

业资源充分性，供应商提供物料的重要程度等因素综合决策，可采取企业自行审核、委托第三方机构

进行供应商审核等方式。

5.2.4 试产评估（对生产企业适用，批发零售企业不适用）

供应商的物料检测合格未必能确保企业能制备出合格的产品，企业可考虑对供应商提供的物料，

基于风险评估结果，开展小试、中试、试产评估。

企业通常情况下基于物料在配方中的添加量、是否属于功效物料、物料是否需要特殊定制等多种

因素综合评估针对该物料的准入采用的试产方式（小试、中试、试产）。通常功效原料要采取试产的方

式准入。

试产批次、试产数量通常基于产品风险程度、企业对新产品的熟悉度、企业资源充分程度等综合

确定，通常情况企业应试产 1-3 批次，用于验证产品配方的可执行性、连续生产的稳定性、物料与设

备的匹配性等。

根据具体产品，参考其具体要求进行评估。

5.2.5 质量协议、质量标准可行性评估

企业与供应商合作前应确认质量协议、产品标准，确保供应商认可双方合作标准，后续可持续稳

定的提供符合约定标准的产品。

通常情况下质量协议内容包括：质量管理与监督、验收检验程序、不合格品的处理方式、过程控

制、违约责任、争议处理等；

通常情况下质量标准内容包括：感官项目、理化项目、微生物项目、安全指标项目等；

针对质量协议、质量标准的全部内容企业应与供应商达成共识，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作

为双方的受控文件进行存档。

5.2.6 供应商综合评估

在上述步骤全部符合要求的情况，企业针对拟合作的供应商进行综合评估，经质量负责人、采购

负责人等相关人员签批后将供应商纳入合格供应商清单。

6 供应商日常管理

供应商的日常管理主要包括：供应商日常送货查验、质量异常改进、变更管理、产品追溯管理、

年度资料调查、年度现场审核、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能力提升等。

6.1 供应商交货绩效（日常送货查验）

供应商日常供货过程中需查验的资料包括（以食品类企业为例）：

出厂检验报告（COA）、第三方检测报告（外检报告，按需）、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畜禽类）、入境

货物检验检疫证明（进口产品）、送货单（加盖供应商公章）

查验票据关注点：真实性、时效性（是否与送货批次一致，外检报告是否为一年内）、完整性（是

否按双方约定项目检测）。

6.2 质量异常改进

供应商质量异常通常包括：来料检测异常、使用过程发现异常、物流运输过程异常、顾客投诉异

常等，针对不同环节发生的质量问题，需统一汇总至供应商质量工程师处，统一反馈至供应商进行原

因分析，并制定改善措施。

供应商质量异常常见的分类包括：轻微质量异常（如包装袋破损、外观异常、水分异常等）、严重



T/GDFCA 085—2022

8

质量异常（功效指标异常、微生物指标异常、异物类异常、安全类指标异常等）、其他质量异常（票据

不全、运输车辆卫生不达标、温湿度控制偏差等）。

供应商质量异常调查工具包括：5WHY 分析、8D 报告等，系统、全面的从人机料法环等各环节进行

原因分析，并制定改进措施。

供应商质量管理工程师将供应商发生的异常书面反馈给供应商进行改进，通常情况下要求供应商

在 7个工作日内完成异常原因的调查分析，并制定改善措施，原因分析和改善措施应反馈给客户供应

商质量管理工程师。

6.3 变更管理

供应商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生产场所、关键人员、主要生产设备等发生变更的，企业应按

照变更流程进行风险评估，风险评估通过后，按企业变更职责权限进行签批后同意供应商的变更，供

应商应在收到客户书面回复后方可正式实施变更。企业针对供应商变更后的首批原料进行分级管理，

如属于关键原料发生变更，应对变更后的首批原料进行型式检验，必要时对本批次原料制备的产品进

行型式检验，以确保变更产品风险可控。

当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调整时，企业应予以关注，必要时对供应商供货情况进行再确认。

供应商/企业应保留变更的事项和风险评估结果的记录。

6.4 产品追溯管理（适用时）

企业应要求其供应商确保具备识别产品及其状态的追溯能力，并应制定实施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

计划，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追溯演练，追溯时限不超过 4小时，追溯率 100%。

追溯可采取正向追溯、逆向追溯或正向和逆向同时追溯三种方式。

产品追溯原则和基本要求可参照 GB/T 22005 的要求实施。

6.5 年度资料调查

企业每年对供应商的合作信息进行产品信息问卷调查，了解供应商的生产运作情况和产品变更情

况，年度资料调查的内容同 5.2.1。

企业应对收集的年度资料进行再评估，了解供应商的运作情况，评估供应商是否存在发生变更但

未知会客户的情况。

6.6 年度现场审核

对供应商的现场审核可基于企业资源充分性，供应商提供物料的重要程度等因素综合决策，可采

取企业自行审核、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供应商审核等方式。

对供应商的现场审核步骤可按照 GB/T 19011 第 5 章的要求开展。

供应商的现场审核可采取年度现场审核、质量异常专项审核、法规符合性专项审核、飞行检查等

类型。

当企业识别到供应商存在风险，或存在媒体关注风险时，或其他同类型的供应商审核过程发现存

在较大问题时，企业可对供应商开展飞行检查，飞行检查前由企业质量总监、质量经理确定飞行检查

人员后，即时通知到审核人员当天内出发前往供应商处，审核人员不得提前通知供应商，到达供应商

现场后，直接对识别的风险进行现场审核、现场验证。

当供应商现场审核发现供应商存在重大质量问题或审核得分低于企业要求时，应及时上报企业管

理层，如已达到淘汰规则，按照供应商淘汰流程执行。

6.7 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能力提升

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应不断学习，提升专业技能，更好的保证供应商合作产品的质量。其中食品

企业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的能力培养、考核可参照食品企业供应商管理员 职业技能等级评价规范

Q/FMT006S 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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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供应商绩效考核

7.1 供应商绩效考核指标

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供应商绩效考核指标，可参考如下：

产品顾客投诉率、原材料一次检测合格率、产品质量合格率、中间品合格率、供应商审核得分、

原材料到货准时率等。

a） 顾客投诉率：当期累计接收的所有顾客投诉量占当期累计出货量的比例，反映顾客接收产品

的质量状况和满意程度。

b） 原材料一次检测合格率：当期原材料到货一次检测合格的批次占总到货批次的比例。

c） 产品质量合格率：在装箱成品质量检测中，合格产品数占产品总数的比例。反映最终产出成

品的质量水平。

d） 中间品合格率：指生产的中间产品合格的百分比率，反映生产过程的的质量控制水平。

e） 供应商审核得分：对供应商按照标准进行审核的得分比例。

f） 原料到货准确率或订单满足率：当期按计划到货的原材料批次与当期全部到货的原材料批次

之比。

7.2 供应商绩效指标权重确定

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设定绩效指标及权重，可参考下表：

表 4 供应商绩效指标统计表

项目 子项目 占比 占比

质量

顾客投诉率 10%

50%

原材料一次检测合格率 10%

产品质量合格率 10%

中间品合格率 10%

供应商当期审核平均得分 10%

交期 原材料到货准时率 30% 30%

服务 服务满意度评价 20% 20%

7.3 与供应商签署绩效目标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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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供应商绩效目标协议表

项目 子项目 占比 参考绩效目标

质量

顾客投诉率 10% ≤10ppm

原材料一次检测合格率 10% ≥99%

产品质量合格率 10% 100%

中间品合格率 10% 100%

供应商审核得分 10% ≥80%

交期 原材料到货准时率 30% ≥90%

服务 服务满意度评价 20% ≥10%

当确定质量绩效考核指标、权重、目标后，由企业与供应商签署书面的绩效目标协议，并定期监

控绩效目标的达成情况，对绩效不达标的供应商进行原因分析并制定改善措施。

7.4 不同供应商数量的绩效考核结果应用

7.4.1 独家供应绩效不达标处理原则

当供应商为独家供应时，如供应商绩效不达标，采取原因分析、质量发展、开发后备供应商等方

式进行改善。

7.4.2 供应商数量为两家时的管理策略

当供应商为两家时，结合供应商不同的绩效表现，可采取的管理措施包括：

表 6 供应商订单分配及管理策略表

供应商绩效结果组合 订单分配比例 供应商管理策略

A:A 55%：45% 根据两家绩效高低适度调节

A:B 60%：40% 正常维持两家合作关系

A:C 80%：20% 对 C类供应商实施提升

B:B 55%：45% 根据两家绩效高低适度调节，督促改进

B:C 70%：30% 督促改进，寻找优秀供应商替代

C:C 55%：45% 尽快寻找优秀供应商替代

7.4.3 供应商数量为三家或更多时的管理策略

当供应商数量为 3 家或更多时，企业可考虑在 7.4.2 的基础上进行比例调整，或对发生质量问题

的供应商暂停供货，直至供应商提供完整的改善方案后再启动供货资格。

8 供应商发展与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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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供应商发展

8.1.1 供应商发展目标确定

每年底至次年初，供应商质量管理分职能结合供应商年度质量绩效及供应商质量分类分级管理要

求，制定下年度供应商质量发展目标。

表 7 供应商质量发展目标确定表

序号 发展目标 发展原因

1 质量分级结果为 C级，且短期无法替换的供应商 可替代性差

2 质量分级结果为 B级，且该供应商后续有扩大合作的计划 未来影响大

3 质量绩效表现差（倒数 20%）且供应商有提升意愿 供应商意愿强

4 到货质量绩效表现良好，但有持续提升意愿的供应商 持续提升

8.1.2 供应商发展维度及发展方式

供应商能在充分全面的评估后进入企业的合作清单，其质量保证能力正常情况是可以满足企业的

需求，供应商后续出现质量问题的更多原因是企业重视度不足、企业发生变更（如关键技术人员离职，

源头物料质量降低，设备老化等）、质量表现差企业无约束机制、客户压低采购价格等因素，针对这些

原因，供应商发展通常采取的步骤如下：

表 8 供应商发展步骤表

序号 项目 操作方式

1 绩效排名
每个评价周期将供应商绩效表现进行排序，将每个类别绩效排序最后 5名的供应

商及负责人名字进行公布

2 企业管理层关注
每个评价周期进行供应商绩效总结会议，汇报供应商整体绩效表现，参加人员包

括供应链负责人、采购负责人、质量负责人、供应商质量管理负责人等

3 供应商管理层关注
每个评价周期邀请 1-3家绩效不达标的供应商管理层至企业进行现场交流，提升

供应商管理层的重视度

4 供应商专项培训
每年总结上年度供应商集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及供应商，要求这类供应商至企业处

开展专项培训（如异物、微生物、检测结果一致性等）

5 第二方审核
可邀请第三方机构对质量风险较高的供应商开展二方审核，借力第三方专业机构

的力量帮助供应商全面识别存在的风险，并提供解决方案建议

6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针对合作量大但供应商质量体系不完善的供应商，可要求供应商通过第三方体系

认证，如 BRC、FSSC22000等，提高供应商质量保证能力

7 提前检验及发货批准
供应商绩效较差的前 5名供应商，如果供应超出日常供货量的订单，发货前需由

企业供应商质量管理人员至供应商现场抽样，合格后方可发货

8 推行 JQE项目（驻厂）
针对绩效较差的供应商，要求其建立 JQE队伍，由 JQE在供应商处驻厂，并代

表企业对供应商拟供货的产品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可发货

9 供应商改善专项项目
企业与供应商成立联合项目组，针对绩效不达标的项目（交期、质量、产能等）

进行优化，开展专项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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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 8.1.2后供应商后续供货产品质量仍不能达到企业要求时，由供应商质量工程师与采购沟通

提出启动供应商淘汰流程。

8.2 供应商淘汰

8.2.1 供应商淘汰原则

企业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供应商淘汰规则，可参考如下，当供应商达到如下条件时，企业结合自

身情况将其淘汰出合格供应商名单：

a） 供应商不具备生产需要的资质、证照时；

b） 供应商存在经营异常或被列入违法失信名单；

c） 供应商被媒体曝光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时；

d） 供应商提供虚假记录、文件等；

e） 供应商年度同类型质量问题累计发生超过 10 宗，且供应商无改进意愿时；

f） 供应商存在不诚信的行为（如以次充优、掺杂掺假等）时；

g） 供应商供货物料造成企业重大产品质量事件时；

h） 供应商发展未达到企业预期，需进行淘汰时；

i） 其他需实施供应商淘汰时。

8.2.2 供应商黑名单管理

当供应商合作过程中存在不诚信行为时，如出现 8.2.1 原则中第 4、6点时，应将该供应商列入供

应商黑名单中，列入黑名单的供应商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应不得再与其合作。

8.2.3 供应商淘汰流程

当企业各相关职能识别到供应商存在 8.2.1涉及的风险时，及时上报企业管理层进行决策，由采购

启动供应商淘汰流程，涉及法务纠纷的，由企业法务团队介入快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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